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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红红色色教教育育捏捏了了上上百百个个泥泥人人
李其仁扎根社区红色教育活动站 几十个孩子送来感谢信

本报实习生 唐静

为红色教育频出趣招

在历下区文化东路街道为
民服务中心三楼楼梯口旁，有
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房间，
推开门，却立马让人眼前一亮。
在这个二三十平的屋内，木架
上、长桌上、窗台上摆满了人们
耳熟能详的人物泥塑。屋子的
左侧紧摆着六个四层木架，每
一个小隔层里都装着一段故
事。在左侧第三个木架第四层
隔层里的是眼含热泪绣红旗的
江姐，跟江姐做“邻居”的是白
毛女喜儿，“住”在江姐楼下的
则是少年英雄王二小。

“现在的孩子生活变好了，
不能忘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用
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李其
仁说起自己做红色教育的初
衷，“革命先烈的故事书上都
有，让孩子们去看书，容易让他
们产生抵触情绪。”

为了让孩子们接受红色
爱国教育，李其仁发挥自己做
泥塑的手艺，创作了上百个泥
人，光和平路社区的红色教育
活动室，就存放着李其仁创作
的76个革命先烈泥塑。有学校
邀请他去讲课，他就把自己的
泥塑带去，先让孩子们对泥塑
产生好奇心，再去跟孩子们讲
背后的故事。

“有时候上课前我还会给
孩子们跳个新疆舞。”看到67岁
的李其仁爷爷跳起新疆舞，底
下听课的孩子们都停止了吵
闹，忍不住张大嘴巴，“给孩子
们讲课，得让他服你，他才会乖
乖听你讲。”

除了让孩子在“看”、“听”
中接受红色教育，李其仁也会
带着孩子从“做”中感受红色教
育。在“看”和“听”后，李其仁会
带着孩子们做泥塑。在红色教
育活动室第六个木架的第三隔
层摆放的都是小朋友们在听完
李其仁讲的革命故事后自主创
作的泥人，其中一个孩子还在

自己的泥塑中刻下了“永远跟
着共产党”。

家庭熏陶撒下红

色种子

李其仁的父母亲、岳父母
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入党的老党员。李其仁说：“我
红色泥塑创作的动力，就是来
自四位老人。虽然现在只有岳
母还健在，但他们的革命精神
和他们身上发生过的革命故
事是激励我创作的动力和源
泉。”

1945年，李其仁的岳父刘
淑美在胶南泊里和日本的一次
战斗中，炸掉了一条腿，另一条
腿也受了重伤。刘淑美告诉李
其仁，炸掉一条腿后，他还接着
放了两枪，也没怎么觉得痛。直
到一个战友大声说“刘淑美的
腿炸断了”，他回头一看，才发
现腿没了,晕了过去。

“我岳父是一个党性原则
很强对工作很负责的老党员。”
李其仁说，“当时岳父听说儿子
刘金松参军被分配养猪种菜后
有思想情绪，虽然岳父行动不
便，但是他一个人去了三次广
东，做儿子的思想工作，还给连
队上了好几堂革命传统教育
课。”

1968年，18岁的李其仁应
征入伍，由于表现突出，1970年
李其仁先后担任了守备二连班
长、排长、连长、一营营长职务。
在一次连队施工任务中，上级
命令李其仁所带连队完成坦克
隧道，掘进被覆200米的任务，
在土质较差、经常塌方的情况
下，李其仁与干部战士日夜奋
战，遇到哑炮走在最前头进行
排除。为了完成任务，李其仁一
年没有下山，吃住都在坑道，提
前半月超8米完成了任务，全连
战士无一死伤。

“从小父母教育我,党员要
率先垂范，在实践中我深深地
体会到，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能
放松思想教育。”李其仁说，“现
在那个炮火连天的岁月的记忆

越来越远，但这些为革命抛洒
热血的人不能忘记，我希望通
过红色教育把革命先烈们的精
神传承下去。”

遇到困境仍然坚守

在开展红色教育活动的过
程中，最让李其仁高兴的莫过
于这些活动得到孩子们的喜爱
和认可，一走进红色教育泥塑
室，就能看到右侧墙上挂着几
十页孩子们的感谢信。

除了济南和平路社区的泥
塑工作室，李其仁的泥塑在日照
博物馆也设过展台。“展出时馆
长告诉我‘你的泥人都出国访问
了’，后来我才知道，不少外国人
在泥人展台合影，把照片带到了
各个国家和地区。”李其仁说，

“能把中国的革命故事传播到国
外，让我觉得非常自豪。”

对李其仁的红色教育之
路，也存在一些不理解和质疑
的声音。有亲朋好友说李其仁
做红色教育泥塑“又花钱、又出
力、又不卫生”，还有邻居说李
其仁是“想出名”。一开始，家人
对李其仁一头扎进泥巴里也有
些意见，但当家人了解到红色
教育的效果和意义后，李其仁
的创作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

为了传承红色教育事业，
李其仁还尝试过收徒弟，只要
是热爱泥塑，愿意积极传承红
色教育文化的成年人，都可以
申请到和平路社区红色教育活
动站泥塑工作室进行免费学
习。至今，仅有四名年轻人提出
申请，“可能是做了几次没有做
出作品，现在他们都不来了。”
说起红色教育泥塑手艺的传
承，李其仁有些无奈。

“现在历下区正在规划‘创
益园’，我将在那里有一个新的
工作室。”李其仁说，“到时候我
再去那发展红色教育，肯定会
有更多人参加。我现在的这些
作品都将无偿捐给社区，我再
给‘创益园’创作更多精致的作
品，让红色教育得到更多人关
注。”

在历下区文化东路街道为民服务中心三楼的红色教育活动室，摆了近百个泥人。这些泥人一个个色彩鲜明、造型生动、、表情各异，每
一个泥人背后，都是一段故事，承载着一段充满热血和激情的革命记忆。这些红色泥塑作品，都出自同一个人——— 李李其仁。


	E37-PDF 版面

